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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區性別統計分析編列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各項性別統計資

料，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釐定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 本區性別統計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

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下，以利查考。 

三、 本區社會福利分析所列數字，以民國108年為主，茲為明瞭歷年

施政進展之情形起見，盡量將近年資料予以並列，藉資比較。 

四、 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年底」係指十二月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 本區性別圖像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詳。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無意義。 

「0」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不及半單位。 

六、本區性別統計分析為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

感公誼，謹申謝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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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性別主流化」概念源起於1985年在奈洛比舉行之第3屆世界婦

女會議；而1995年於北京召開之第4屆世界婦女會議中，通過「北京

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

平等作為政策的主流；直至1997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始確定「

性別主流化」定義，係指評估任何計畫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 或

方案）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上對性別之影響，亦即將不同性別族群

所關注事項和經驗視為一個整合體，納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所有領

域之政策和方案的設計、執行、監督和評估，使各性別族群都能平等

受益，最終目標是實現性別平等。  

我國性別統計工作源自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

權會）民國88年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建立我國以性別為基礎之國

家相關統計分析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即逐步規劃推動並由各部會

負責相關性別統計之執行；民國94年婦權會第23次委員會議通過「行

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95年進行培訓及試辦，96年

起全面推廣至各部會，101年1月起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賡續推動。鑑

於「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為推動與評估「性別主流化」之重要

工具，本區就業務職掌，依據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參與公益

活動、社會福利、參與公共事務等6大類，分項研撰相關性別統計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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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北市新店區性別統計指標 

一、年齡分析 
 

本區人口年齡結構方面，109 年底，0 至 34 歲男性占比皆大於女性

，30-39 歲則趨近，35-65 歲以上仍以女性居多，顯示傳統重男輕女

觀念似仍存在，而女性人口平居壽命較高，且隨著年齡越高女性人

口有增加的趨勢。(詳表 1) 

表 1、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年齡別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底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性別 總計 0~4歲 5~9歲 10~14歲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5歲

以上

總計 303532 9311 10295 8859 12432 17921 20291 19222 21786 23175 23499 26234 27059 25333 58115

男 145552 4838 5285 4512 6398 9200 10351 9825 10702 11287 11207 12374 12499 11548 25526

女 157980 4473 5010 4347 6034 8721 9940 9397 11084 11888 12292 13860 14560 13785 32589

男占比% 47.95 51.96 51.34 50.93 51.46 51.34 51.01 51.11 49.12 48.70 47.69 47.17 46.19 45.58 43.92

女占比% 52.05 48.04 48.66 49.07 48.54 48.66 48.99 48.89 50.88 51.30 52.31 52.83 53.81 54.42 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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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性別統計分析-按年齡別分

女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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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分析 
 

本區人口教育程度方面，學士(含肄業)以下女性占比皆大於男性 

占比，碩士(含肄業)以上則男性比女性要多，顯示高等教育雖不再

以男性為重，但在進修至碩士(含肄業)以上者仍是男性比女性要多。

而國小(含肄業)以下仍是女性比男性要多，顯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

施前，女性仍較不獲家庭培養。(詳表 2) 

 

表 2、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教育程度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底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性別
博士

(含肄業)

碩士

(含肄業)

學士

(含肄業)

專科

(含肄業)

高中職

(含肄業及五

專前三肄)

國中(初職)

(含肄業)

國小

(含肄業)
自修 不識字

總計 3035 25058 91415 36479 75871 24583 17115 449 1062

男 2068 14648 44158 17789 35877 10843 5351 79 104

女 967 10410 47257 18690 39994 13740 11764 370 958

男占比% 68.14 58.46 48.30 48.77 47.29 44.11 31.26 17.59 9.79

女占比% 31.86 41.54 51.70 51.23 52.71 55.89 68.74 82.41 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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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性別統計分析-按教育程度分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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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分析 

 
婚姻方面，男性未婚比率高於女性，有偶、離婚及喪偶比率則低

於女性，尤其喪偶女性占比 84.78%遠大於男性占比 15.22%，顯示女

性壽命普遍較男性長，如何讓高齡喪偶女性能安度晚年，是政府應面

對的課題。(詳表 3) 

 

表 3、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婚姻狀況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底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性別 未 婚 有 配 偶 離 婚 喪 偶

總計 123058 137040 26165 17269

男 63172 68292 11459 2629

女 59886 68748 14706 14640

男占比% 51.34 49.83 43.80 15.22

女占比% 48.66 50.17 56.20 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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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性別統計分析-按婚姻狀況分

男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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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公益活動分析 
 

公益活動參與度方面，各種志工人數仍以女性佔大宗，顯示女性對

參與公益活動較積極，如能善用婆婆媽媽的力量，可輔助政府施政效能

，為弱勢族群帶來更多社會資源。(詳表 4) 

 

表 4、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參與公益活動人口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底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民政課 

 

 

 
 
 

 

性別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 一般志工 環保志工

總計 2349 73 754

男 750 16 195

女 1599 57 559

男占比% 31.93 21.92 25.86

女占比% 68.07 78.08 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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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性別統計分析圖-按參與公益活動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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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福利分析 
 

社會福利方面，中低收入及以工代賑皆以女性申請比率較高，顯示

女性在經濟自主能力上還是略低於男性。(詳表 5) 

 

表 5、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社會福利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底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區公所社會人文課 

 

 

 
 

 

性別 中低收入 急難救助 以工代賑

總計 1381 136 7

男 675 59 1

女 706 77 6

男占比% 48.88 43.38 14.29

女占比% 51.12 56.62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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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性別統計分析圖-按社會福利分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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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公共行政事務分析 
 

公共行政事務參與度方面，本所公職人數女多於男，顯示女性因

家庭因素，仍偏好從事較穩定之職業。 

里長係為地方自治體系中，最基層且透過民選之公職人員，受

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里公務及交辦事項。在地方上展現多樣服務

是最貼近里民的公僕，是落實基層為民服務重要職務。本區里長性

別的統計分析，呈現本區男女性里長為地方服務之比例；本區兩性

之里長參與度比例仍以男性為主，顯示男性對從政較積極熱情。 

「鄰」為村里之下的行政組織，各里置鄰長數人。鄰長毋需經

過選舉產出，而是由里長指派經區公所聘任之義務職，主要工作內

容為協助辦理里辦公處及該里為民服務等事項，本區兩性之鄰長參

與度比例，卻是以女性為主，顯示女性從事公共事務能力較獲里長青

睞。(詳表 6) 

 

表 6、本區性別統計分析表-按參與公共行政事務人口分 

          中華民國 109 年底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區公所社會人文課、民政課 

 

 

 

 

性別 公所現有職員人數 里長人數 鄰長人數

總計 129 69 1453

男 53 50 620

女 76 19 833

男占比% 41.09 72.46 42.67

女占比% 58.91 27.54 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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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店區公所109年度推動性別平等之亮點措施 
 
一、公園共融式遊具改造(2年計畫)      

 

 

109年12月17日十四張歷史公園基本設

計審查會議，邀請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

盟及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與會參與

特色公園遊戲場審查。  

 

於新店區中山里十四張歷史公園共融

式遊具改造，納入公民參與機制，包

括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台灣身心

障礙兒童權利推動聯盟、里辦公處等

單位及不分男女老少民眾共同參與討

論遊具改造，顛覆以往政策決策者多

為男性的印象，加入家庭和女性的聲

音。  

   並在符合兒童安全法規規範下，採

用具有「挑戰性」的遊具，創造共親

職場域，讓家長一起陪伴孩子挑戰各

種遊具，共同成為家庭休閒的重要角

色。 

二、公園友善環境改善-大豐公園溜滑梯

更新工程、碧潭路綠地新闢工程 

  

 

大豐公園  

碧潭路綠地  

於新店區大豐公園設置多元化體健設

施及改善特色溜滑梯，讓公園成為老

少民眾共融的場域，提供更完善面向

的公園休憩空間，於109年12月 

19日完工。  

將舊有未闢碧潭路綠地，規劃設計後

，打通路線串聯，增加人行空間舒適

度，預計110年1月24日完工，同時增

設夜間照明設施，提升環境友善度，

使親子、婦女及年長者在通行時更加

安心。 



1

0 
 

三、新店暖男養成記計畫Part1         

 

 

上圖：家有型男大主廚下圖：小城爸爸玩

藝多   

結合新店區小城社區發展協會109 

年8月7日上午辦理「家有型男大主

廚」及下午「小城爸爸玩藝多-親

子共桌遊」兩場活動，邀請社區男

性透過簡易廚藝教學及實際陪伴孩

子遊戲，打破性別框架，促進男性

家事參與，提升男性對於家務處理

的自信心，翻轉性別刻板印象，推

展性別友善社區，邁向性別平權社

會。參加人次：家有型男大主廚共

計12人參加(均為男性)；小城爸爸

玩藝多共計27人次參加(男性20

人，女性7人)。  

四、人行道變電箱遷移友善環境改善     

  

台電變電箱設置在人行道成為路障

之情況嚴重，推著娃娃車必須繞道

而行，也影響身障人士及小學生行

的安全，甚至有些路段無法行走，

導致人車爭道的情況時常發生。針

對變電箱佔用人行道之情況進行改

善，提升環境友善度，使路人行的

更加安心。 

109年已完成24處。  

  

  

  

  

  

 
 
 
 
 
 
 

中正路 4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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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建行政中心大樓哺乳室之配置規劃 

  

 

 

 

 

 

 

 

新建行政中心9樓設置哺乳室規劃圖  

於新建行政中心大樓 9 樓，本所內

部規劃建置更友善的哺乳室，讓媽媽

舒適自在的哺集乳，爸爸也能共同參

與餵養寶寶，落實性別平等政策。  

  

  

  

    

六、網路宣導性平概念  

 

本所官網性別主流化 

本所官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並持續

更新維護，藉由網路傳播效果提升民

眾對於性別的尊重與包容。 

七、運用平面文宣及影音檔，廣為宣導 

    深入基層   

  
里公益研習活動遊覽車上播放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之「家務分工篇」短片  

配合里內活動及公所辦理的大型活動

(如里鄰長聯誼活動、守望相助隊員

聯誼活動、里公益研習活動等)，運

用平面文宣及影音檔，宣導CEDAW條

文精神，增進參與活動的里長、鄰長

及民眾性別平等意識。  

八、新北市新店區德安社區防災衛教宣導  

  

 
防災衛教宣導時，宣導救災不分性別  

     

   新店區德安里防災社區於109年6 

月13日辦理防災衛教宣導時，宣導救

災不分性別，藉此提升區民對女性參

與防災的重視，參與人數49人，男性 

16人、女性41人。以提升該社區於每

年5月至10月防汛期間因應災害啟動

防災社區組織運作時，增加女性參與

比例及女性對防災參與工作的重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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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性別統計為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工具之一，期能藉由性別統計數據

及相關資訊之呈現，以性別觀點分析造成不同性別者處境差異之原

因，提供各機關作為制訂促進性別平等之相關政策及落實性別主流化

之參考。為消除對性別的刻版印象，未來除運用性別統計外，更應於政

策規劃之初，加強各機關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之性別意識，藉由各機關

專業領域之判斷，考量不同性別群體之問題或需求，使得制定政策更有

實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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